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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3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

下简称“新租赁准则”)。和旧租赁准则相比，新租赁准则取消了承租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

的划分，同时要求企业对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

赁负债。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企业（仅限于使用

国际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开始实施新租赁准则，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会计准则的变化对企业财务信息的披露产生的影响较大，本文试图从评级的角度探究新

租赁准则的实施对企业产生的影响。首先，新租赁准则更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企业资产债务

情况，它的实施将对哪类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当企业发生租赁业务时，将同时确认使

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会对企业后续计量产生什么影响？最后，新租赁准则正式实施后，经营

租赁和融资租赁不再进一步区分，租赁负债确认为有息债务，对公司偿债指标有何影响？为

更准确的了解租赁准则变化后企业的真实债务负担，我们做如下探讨。 

 
一、《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修订要点 
 

新租赁准则取消旧租赁准则下关于对承租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区分，要求对所有

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采用统一的会计计量方式，消除了承租人利用经营

租赁进行表外融资的机会，更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企业资产债务情况。 

在旧租赁准则下，承租人和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应当根据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

险和报酬是否转移，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对于融资租赁，承租人在资产负债表

中确认租入资产和相关负债，并在后续计量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对于经营租赁，承

租人在资产负债表中不确认其取得的资产使用权和租金支付义务，承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

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租赁准则下，要求对于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均采用统一的

会计计量方式，均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后续计量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

新租赁准则有利于全面反映企业因租赁交易取得的权利和相关义务，提升了报表透明度和可

比性。新租赁准则与旧租赁准则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原采用经营租赁方式取得的资产及支付

义务需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新租赁准则消除了承租人利用经营租赁进行表外融资的机会，

更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企业资产债务情况。 
 

表 1   新旧租赁准则下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政策对比 
项目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评价 

旧租赁准则 

融资租入资产计入资产端，

采用和自有固定资产一致的

折旧政策计提折旧；同时承

租人未来付款义务体现在负

债端 

经营租入资产不计入资

产端，同时承租人未来付

款义务未体现在负债端，

低估资产负债率 

不同租赁模式采

用不同的处理方

式，财务可比性低 



新租赁准则 

 

和旧租赁准则保持一致 
经营租入资产需要计入

资产端，采用和自有固定

资产一致的折旧政策计

提折旧；同时承租人未来

付款义务体现在负债端 

对承租人而言不

再区分经营租赁

和融资租赁，增强

财务可比性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整理 

 
二、新旧租赁准则下租赁业务会计处理方法 

 
新旧租赁准则下会计处理方式存在不同。新租赁准则下，增设“使用权资产”和“租赁

负债”两个科目，反映承租人因租赁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1．旧租赁准则下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因融资租赁会计处理方式在新旧租赁准则下区别不大（相关科目名称变化除外），此处

不再针对融资租赁展开论述。在旧租赁准则下，经营租赁发生时，承租人不确认其取得的资

产使用权和租金支付义务，承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旧租赁准则下

经营租赁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1）承租人确认各期租金费用 
借：长期待摊费用等科目 

贷：其他应付款等科目 
或： 
借：预付账款 

贷：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等科目 
 
（2）摊销 
借：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科目 
 贷：长期待摊费用 
或： 
借：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科目 
 贷：预付账款 

 
（3）实际支付租金 
借：其他应付款等科目 
 贷：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等科目 
 
2．新租赁准则下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新租赁准则下，所有租赁业务（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均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并在后续计量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新租赁准则下租赁业务会计处理如

下。 
 
（1）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的会计处理 



借：使用权资产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租赁负债 
银行存款（初始直接费用） 
预计负债-复原成本 

 
（2）租赁资产折旧和和租赁负债摊销 
确认利息费用 
借：财务费用 

贷：租赁负债 
确认折旧费 
借：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 

贷：累计折旧 
支付租金 
借：租赁负债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 

 

三、新租赁准则的实施对公司偿债能力指标的影响 
 

新租赁准则的实施，会对存在经营租赁业务（原旧准则下的分类）的公司偿债能力指标

产生影响，对仅存在融资租赁（原旧准则下的分类）业务的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无影响。新租

赁准则的实施对航空运输业、电信业、零售业、物流业、文化传媒业等存在较多经营租赁资

产的行业产生较大影响。 
 
在旧租赁准则下，一般工商企业可分为以下 4 种类型： 
① 无租赁行为（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的公司 
② 仅存在融资租赁行为的公司 
③ 同时存在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行为的公司 
④ 仅存在经营租赁行为的公司 
若公司无租赁行为（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则新租赁准则不会对公司偿债

能力指标产生重大影响；若公司租赁行为全部为融资租赁，在新租赁准则下，对租赁行为的

计量与旧准则中融资租赁计量方式趋同，因此新租赁准则不会对公司偿债能力指标产生重大

影响；若公司存在经营租赁行为，则租赁行为会受新租赁准则实施的影响，租赁资产将转入

表内，进而对公司偿债能力指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文以 A 公司为例，定量分析新租赁准则的实施对公司偿债能力指标的影响。 
A 公司是国内知名电信服务运营商之一，拥有覆盖全国的现代通信网络，为用户提供全

方位、高品质信息通信服务。基于电信行业重资产、高沉没成本的行业特征，为节约成本、

提高效率，A 公司大量房屋建筑物及通信设备从外部供应商处以经营租赁形式获取。 
A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在租赁开始日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后续计量时确认租赁负债未偿还余额所产生的利息费用以及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用。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租赁准则前后，A 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变化如下： 

 
表 2  准则转换时点 A 公司财务指标（单位：亿元、%） 

指标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执行旧租赁准则） 

2019 年 1 月 1 日 

（执行新租赁准则） 

资产总额 541.76 577.17 

负债总额 224.82 261.30 

资产负债率 41.50 45.27 

流动比率 35.53 33.87 

使用权资产 -- 38.07 

租赁负债 -- 27.5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7.69 26.60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整理 

 
在新租赁准则下，A 公司财务报表调整后，新增确认使用权资产 38.07 亿元，确认租赁

负债 36.49 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部分 8.91 亿元）。相比旧租赁准则，A 公司资产总额增长

6.54%，负债总额增长 16.23%，资产负债率由 41.50%上升 3.77 个百分点至 45.27%。由于新

租赁准则下，公司确认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 8.91 亿元，A 公司流动比率下降 1.66 个百分

点至 33.87%。 
 
旧租赁准则下，评级机构将企业应付融资租赁款确认为有息债务。新租赁准则正式实施

后，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不再进一步区分，并将租赁行为认定为一项筹资活动，评级机构应

将租赁负债纳入有息债务核算范围，以更准确揭示企业真实债务情况。 
 
根据新租赁准则第六章五十三条规定，在现金流量表中，偿还租赁负债本金和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应当计入筹资活动现金流出，租赁活动产生负债应为有息债务。 
A 公司绝大部分租赁行为系经营租赁，因此在旧租赁准则下，经营租赁业务不确认租赁

负债。而在新租赁准则下，截至 2019 年底，A 公司所有租赁业务产生负债均确认租赁负债；

若将租赁负债计入 A 公司的有息债务，相对于旧租赁准则下的有息债务计算方法，A 公司

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分别大幅增长 106.94%和 313.69%，全部债务规模增至 49.28 亿元。从

债务指标看，全部债务资本化率和长期债务资本化率分别上升 8.24 个百分点和 5.99 个百分

点，A 公司债务负担有所加重。 
 
表 3  2019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负债不同处理方式下 A 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单位：亿元、%） 

指标名称 未将租赁负债计入全部债务 将租赁负债计入全部债务 

短期债务 10.09 20.88 

长期债务 6.87 28.40 

全部债务 16.96 49.28 

全部债务资本化率 4.98 13.22 

长期债务资本化率 2.08 8.07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整理 

 
综上，新租赁准则通过改变租赁计量方式，更加准确地反映了企业实际债务情况，虽然



不对公司实际偿债能力产生影响，但会使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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